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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敦煌变文》中的“抚擦”义动词’

傅义春

(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，江苏盐城224(X)3)

    [摘要」《敦煌变文》的词汇很有特点，对于构建科学而系统的汉语词汇史有着重要意义。

为此择取其中表“抚擦”义的十个动词，运用穷尽式统计和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该类动

词进行分析，并在此基拙上得出三个结论。

    〔关键词」《敦煌变文》;抚擦;动词

    [中图分类号IH134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672一059812007)01一140一04

    由于《敦煌变文》(以下简称《敦》)所使用的语言已表现出明
显的口语化，因此它的词汇尤其是其中的常用词对汉语词汇史研

究有着重要意义。本文选择其中表“抚擦”义的十个动词，运用穷
尽式统计和共时历时相结合的方法，把它们与《史记》、《世说新

语》、杜甫诗集、《金瓶梅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(以下分别简称作《史》、
《世)、杜诗、《金》、《儿》)等五部作品进行比较，并在此基础上得出
三个结论。

  表“抚擦”义的十个动词在《敦》、《史》、《世》、杜诗、《金》、
《儿》中的使用频率见下表(表中的数字为单音节和双音节动词的
总数目;杜诗中的小括号内数字为异文数;*号表示未见用例)

\弄 捻 拭 摩 拼 抚 楷 摸 揉 搓

(软) 刀 22 18 13 12 6 3 .2 2 l

(史) l1 * * l3 l1 43 * * 今 *

(世) 2 l 3 * l2 29 今 . l *

杜诗 4(1) 1 8 6 35(4)14 * 1(1) * *

(金) 163 12 7 4 36 58 l3 61 23 l

()L) 152 5 l 3 8 l7 * 49 14 l2

    一、弄

  动词“弄”在《敦》中凡22见。
  单音节动词“弄”在《敦》中有二义:①(用手)玩耍，摆弄;②弹

奏。其中①义其他五部作品皆见，后面多带表物的宾语。例如:
  (1)然后吹法螺，击法鼓，弄刀枪，振威怒。(《软》降魔变文)
  (2)黄氏诸倩见建家京下方石，即弄之。(《史》扁鸽仓公列传

第四十五)

  (3)看弄渔舟移白日，老农何有餐交欢。(杜诗·严公仲夏枉
驾草堂兼携酒撰)

  (4)只低着头弄裙子，并不作声答应他。(《金》30回)

  (5)不是练着挥拳弄棒，便是学着打仗冲锋。((儿》18回)
  不带宾语的用例仅见于(世》。例如:

  (6)得鹊子还，下弄，神色自若，傍若无人。(《世》简傲)

  ②义除杜诗和(封外皆见，后面多带表物的宾语。例扣:

  (7)手弄秦筝，似排雁行于弦上。.(《敦》维摩话经讲经文)
  (8)及饮卓氏，弄琴，文君窃从户窥之。(《史》司马相如列传)

  (9)填词觅句无所不能，便是弄管调弦也无所不会。(《儿》35
回)

  不带宾语的用例亦仅见于《世》。例如:

  (10)弄毕，便上车去，客主不交一言。(《世》任诞)

  此外，“弄”在(金》和《儿》中有“搞，做”义。例如:

    (n)这个太岁归来，怎肯干休，必然弄出事来。(《金》9回)

  (12)要找个地方歇歇，弄口姜汤喝。(《儿》11回)

  在《史》和《儿》中有“欺编”义。例知:

  (13)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。(《史》货殖列传)

    (14)造化弄人就是这点巧妙。((儿》26回)

  在《金)中有“交礴，，义。例知:

  (巧)又忙忽儿替他盖被儿，两个就弄将起来。(《金》72回)
  以上为单音节的“弄”。

    由“弄”与其他动词所组成的双音节动词见于《史》、《金》和

()L)，有“戏弄，’、“摸弄”、“玩弄，’、“谈弄”、“撮弄”等。其中“弄”

的意义有五:①耍弄，玩耍;②弹奏;③搞，做;④欺骗;⑤奸淫。其

中①义②义③义和⑤义皆见于《金》。分别例如:

  (16)甚是爱惜他，终日饱在膝上摸弄。(《金》59回)

  [收稿日期〕2006一07一巧

  [作者简介]傅义春(1970一)，男，江苏唯宁人，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，讲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词汇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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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1?)金莲正在床上弹弄琵琶，道:“前边上梁，吃了悠半日酒，
你就不曾吃了些甚么，还来我崖里要茶吃?”((金》18回)

  (18)从他没了，随着丫哭掇弄。((金》65回)
    (19)白日黑夜，只跟着这伙光棍在院里媒弄。(《金》69回)
  ④义见于《史》、《金》和《儿》。例如:
    (20)得壁，传之美人，以戏弄臣。(《史》廉颇蔺相如列传)
    (21)你本虾鳝，腰里无力，平白买将这行货子来戏弄老娘家。

(《金》19回)

    (22)这位安老孺人不是竟在那里玩弄他家老爷呢么?(《儿》
40回)

  另，(金》中还有“梳弄”、“摆弄”、“弄耸”和“拈弄”。

女口:

  (35)拂拭意珠令皎洁，洗磨心镜自分明。(《敦》维摩桔经讲
经文)

  (36)自是充觉女盛自佛拭，说畅有异于常。(《世》惑溺)
  (37)已令佛拭光凌乱，请公放笔为直干。(杜诗·戏为韦僵双

松图歌)

  (38)分付春梅，把床上拭抹凉席干净，带上门出去。(《金》12
回)

    二、捻

  动词“捻”在《敦》中凡22见，《史)中未见。
  单音节动词“捻”在《敦》中有二义:①以指头搓;②捏持。其

中①义除杜诗外其他三部作品皆见。例如:

    (23)一 捻取自看之，咬指取血从头试。((敦》孟姜女变文)

    (科)复无乃高唱，但恭坐捻葬顾睐，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。
((世》容止)

    (25)王婆把这砒霜，用手捻为细末，递与妇人，将去藏T。

((金)5回)
    (26)不觉捻着胡子，翻着白眼，望空长叹了一声。((儿》34

回)

  ②义见于《孰》和杜诗。例知:
  (盯)难陀捻得钵孟来，便入厨中取饭。(《敦》难陀出家缘起)
    (28)尽捻书籍卖，来问尔东家。(杜诗·陪郑广文游何将军

山林十首)

  以上二义下“捻”的用法有个特点:除《世》和杜诗外，多数带
补语。

    以上为单音节的“捻”。

    由“捻”与其他动词所组成的双音节动词五部作品中均未见。

    三、拭

  动词“拭”在《敦》中凡18见，《史》中未见。

  单音节动词“拭”在《敦》中为“擦、揩”义，该义其他四部作品
皆见。例如:
    (29)舜子拭其父泪。(《敦》舜子变)

    (30)殷徐语左右:“取手巾与谢郎拭面。”(《世)文学)
    (31)拭泪沾襟血，杭头满面丝。(杜诗·遣兴)
    (犯)话说当日应伯爵劝解了西门庆一回，拭泪而止。(《金》

63回)

  (33)只得敛神拭泪答道:“正在场前听见父亲这个信息，方寸
已乱。”(《儿》12回)

  此义下的“拭”多带表物的宾语，不带宾语的用法以《世》中较
为常见。例如:

    (34)既咦，大汗出，以朱衣自拭，色转皎然。((世》容止)
    以上为单音节的“拭”。

    由“拭”与其他动词所组成的双音节动词除《儿》外其他三部
作品皆见，有“拂拭”、“拭抹”等。其中“拭”的意义为“擦、揩”。例

    四、摩

  动词“摩”在《敦》中凡13见，《世》中未见。
  单音节动词“摩”在《敦》中为“迫近”义，此义亦见于杜诗和

《金)，后面带表物的宾语。例如:
  (39)阁梨自称鹤鸟，直拟举翼摩天。(《敦》庐山远公话)
  (40)蛟龙无定窟，黄鹤摩苍天。(杜诗·寄题江外草堂)
    (41)高阁摩空，旗植直接九霄云表。(《金》57回)

  此外，“摩”在《史》有“磨，擦”义。例如:
  (42)其姊闻之，泣而呼天，摩井自杀。(《史》赵世家)
  在《金》中有“抚摸”义。例如:
  (43)在佛前与他弟1头，摩顶受记。(《金》1的回)
  以上为单音节的“摩”。
    由“摩”与其他动词所组成的双音节动词五部作品皆见，有“摩

掌”、“荡摩”、“揣摩”、“按摩”等。其中“摩”的意义有二:①来回
擦动;②切磋。
  ①义见于《敦》、杜诗和《金)。例如:
  (44)摩攀头面情私喜，调弄瑟(筝)弦曲暗排。(《敦》双恩记)
  (45)掩枪荧惑不敢动，翠获云葫相荡摩。(杜诗·魏将军歌)
  (46)又叫小周儿拿木滚子滚身上，行按摩导引之术。(《金》

67回)

  ②义见于(史》和《儿》。例如:
  (47)期年，以出揣摩，日:“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。”((史》苏秦

列传)

    (48)说毕，还在那里呆呆的细揣摩那“云中相见”的这句话。
((]乙)10回)
    另，《敦》中还有“摩拂”和“撮摩”。

    五、拂

  动词“拂”在《敦》中凡12见。
  单音节动词“拂”在《敦》中有二义:①掸除;②接近。其中①

义除杜诗外其他四部作品皆见。例如:
  (49)扇拂糟株令避席，开示悟人说真宗。(《敦》太子成道经)
  (50)下摩蔺葱，上佛羽盖。(《史》司马相如列传)
  (51)于是佛衣而去，诸公亦止。(《世》方正)

  (52)自把雪来佛了，挂在壁子上。((金》1回)

  (53)你们两个也别闲着，把这石头上的土给我拂落净了。

(()L)4回)
  此义下的“拂”在《金)之前的几部作品中多带表物的宾语，而

在《金》和《儿)中则多不带宾语。
  ②义见于《敦》。例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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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54)明日拂晨，即须对试。(《敦》降魔变文)
  此外，“拂”在《世》和杜诗中有“擦，触”义。例如:
    (55)文帝于此戏特妙，用手巾角佛之，无不中。((世》巧艺)
    (56)归帆佛天姥，中岁贡旧乡。(杜诗·壮游)
    在《史》和《儿》中引申有“违背”义。例如:
    (57)大忠无所拂悟，辞言无所击排，道后申其辫知焉。(《史》

老子韩非列传)

    (58)没那福命，但生一分妄想心，定道一番拂意事。(《儿》24
回)

    以上为单音节的“拂”。

    由“拂”与其他动词所组成的双音节动词见于《敦》和杜诗，有
“拂拭”、“摩拂”等。其中“拂”的意义为“擦”。杜诗中例见“拭”

(37)，(敦)中例如:
    (59)宋王得之，即摩拂其身。(《敦》韩鹤赋)

    六、抚

  动词“抚”在《敦)中凡6见。
  单音节动词“抚”在《敦》中有二义:①用手按;②轻击。其中

①义亦见于《史》、《世》和《金》，后面带表物的宾语。例如:
    (60)帝抚几日:“法师所言，真为开悟明达，百谭人天之际

类。”(《孰》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)
  (61)未终，师旷抚而止之日:“此亡国之声也，不可遂。”(《史)

乐书)

    (62)因如醉，跪帝前，以手抚床日:“此坐可惜!”(《世》规茂)
    (63)抚迹扰酸辛，平人固骚屑。(杜诗·自京赴奉先县味怀五

百字)

    (64)西门庆在前厅手构着均膛，由不的抚尸大彻，哭T又哭。
((金)62回)
  ②义亦见于《儿》，后面带表物的宾语。例如:

    (65)须达抚掌惊暖，唱言“祸事”。((孰》降魔变文)
    (66)自己便先饮了一口，又抚掌道:“此人生第一乐也!”

(《)L)30回)

    此外，“抚”在《金》中有“拨弄，弹奏”义。例如:
    (67)闲则抚琴会客，也应分理民情。(《金》14回)

    在《史》和杜诗中有宾语表人的用例，意义引申为“安抚”。例
如:

    (68)治五气，艺五种，抚万民，度四方。(《史》五帝本纪)

    (69)以兹抚士卒，孰日非周才。(杜诗·山寺)
  另外，“抚”在《史》中有不带宾语的用例，引申为“归顺”义。

例如:

    (70)地势既定，黎庶无拜，天下咸抚。(《史》秦始皇本纪)
    以上为单音节的“抚”。

    由“抚”与其他动词所组成的双音节动词除《史》和杜诗外皆
见，有“抚怜”、“抚慰”、“安抚”等。其中“抚”为引申义“安抚”。
例如:

    (71)切要抚怜于所使，倍须安印向孤妨。(《孰》故国鉴大师
二十四孝钾座文)

    (72)谢万北征，常以啸咏自高，未尝抚慰众士。(《世》简傲)
    (73)众郁舍见不是事，安抚了一回，各人多散T。((金》7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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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4)便亲自走过来安抚了他一番。((儿)20回)

    七、揩

  动词“揩”在《敦》中凡3见，《史》、《世》、杜诗和《儿》中未见。
  单音节动词“揩”在《敦》中为“擦拭”义，此义亦见于《金》。例

如:

    (75)金牌玉谏(简)无楷洗，卒亦无人辄改张。(《敦》大目乾

连冥间救母变文)

    (76)接了衣服首饰，硅了头起来，立在旁边，只顾楷眼泪。
(《金)62回)
    由“揩”与其他动词所组成的双音节动词《敦》和《儿)中皆见，

分别为“揩拭”和“揩抹”。其中“揩”的意义为“擦拭”。例如:
    (77)便把布衫楷拭面，打扳精神强入来。(《软》金刚丑女因

缘)

    (78)两个同吃了饭，收了家伙去，楷抹的桌儿干净。(《金》45
回)

    八、摸

  动词“摸”在《敦》中凡两见，《史》和(世》中未见。
  单音节动词“摸”在《敦》中义为“探取”，此义亦见于杜诗(只

1例，且是异文，又作“横”或“掷，’)。例如:
  (79)才着锌被盖却，摸马攀鞍，便升云路。(韩擒虎话本)
  (80)寄语舟航恶年少，休翻盆井摸黄金。(杜诗·港顽)
  此外，“摸”在《儿》中有“触摸”义。例如:

  (81)只见他脸上发青，摸了摸手足冰冷。(《)L》3回)
  以上为单音节的“摸”。
  由“摸”与其他动词所组成的双音节动词三部作品皆见，有“摸

掌”、“扣摸”、“摸索”、“摸量”等。其中“摸”的意义有三:①抚摩;
②探取;剧古量。
  ①义仅见于《金》。例如:
    (82)桂姐道:“花子过去，谁理你。你大拳打了人，这回拿手来

摸华。”((金)52回)
  ②义见于《敦》和《儿》。例如:
    (83)草中抬得身，扣摸觅途路。(《软》双恩记)

  (84)又用左手撤腾T一阵，暗中摸索出一本来。(《)L》35回)
  ③义见于《金》。例如:
    (85)经济道:“不是，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儿。”((金)48回)

    九、揉

  动词“揉”在《敦》中凡两见，《史》和杜诗中未见。
  单音节动词“揉”在《敦》中为“用手来回搓”义，该义亦见于

(金)和(儿)。例如:
  (86)能将机播两边揉，解把搞撞来往城。(《敦》维摩话经讲

经文)

    (盯)操了揉眼，见天晚了，走到后边要灯笼，要接爹去。

((金)50回)
  (88)那人揉了揉眼睛一看，才晓得是自己认差了。(《)七》7

回)

  以上为单音节的“揉”。
  由“揉”与其他动词所组成的双音节动词除《金》外皆见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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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揉搓”、“揉杂”等。其中“揉”的意义有三:①搓;②整，治;③错
杂。

  ①义仅见于《敦》。例如:
    (89)佛性炉中添火烛，真如案上熟揉搓。(《敦》妙法莲华经

讲经文)

  ②义是①义的引申，见于《儿》。例如:

    (90)可得把他揉搓到了家业，我才放他呢!(《儿》31回)
  ③义见于(世》。例如:
    (91)玄在听事上，版至，即答版后，皆梁然成章，不相揉杂。

(《世》文学)

    十、搓

  动词“搓”在《敦》中凡1见，《史》、《世》和杜诗中未见。
  单音节动词“搓”在《敦》中未见用例，在《金》和《儿》中有二

义:①两掌相摩;②把东西放在手心运转。其中①义两部作品皆
见。例如:

    (92)或有人跟前，不得说话，将心事写成，搓在纸条儿内。
(《金》82回)

  (93)太太听T，急得搓手道:“这是什么话呀!”((儿)12回)
  ②义见于(儿》。例如:

  (94)他一手搓着两个铁球。((儿)15回)
    以上为单音节的“搓”。

    由“搓”与其他动词所组成的双音节动词见于《敦》和《儿》中

的“揉搓”一词，其中“搓”的意义为“揉”，例见“揉”(89)和(90)。

    小 结

    (一)表中的十个动词，意义最接近“擦”的是“揩”和“拭”，其
次是“摩”。这三个与其他几个最大的不同是:在“捻”、“拂”和
“抚”都维持或基本维持原有使用频率的基础上，它们却急剧下降，
到《儿》中几近消失。这就不由得让人联想到“擦”及与之同义的
“抹”和“搽”。据统计，“擦”在《金》中出现8例，而在《儿》中则增

长了ro倍多，达到82例;“抹”在〔金》中出现105例，其中“擦”义
为82例，《儿》中为54例;“搽”在《金》中出现44例，《儿》中没有
用例。

  (二)从横向看，以单音节词没出现用例的多少排列，依次是:
《史》(5个)、<世》(4个)、杜诗(3个)和《儿)(·1个)。这一顺序一
方面表明那些口语性较强的词(例如“摸”)从无到有，从少到多的
发展轮廓;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那些文言色彩较浓的词(例如“揩”)

从有到渐趋消隐的发展趋势。

    (三)从纵向看，“弄”的使用频率一直都很高，其次是“抚”和
“拂”。这表明它们无论是在文言时期，还是在文白互杂时期以及
白话时期，都有着较强的生命力。不过，这三个词并不是均衡发展
的:“弄”因为词义丰富较快而保持着较强的发展势头，而“抚”和
“拂”尽管使用频率较高，但因词义磨损较多而修补较少，发展势头
较弱，所以被其他新兴的同义词替换便在所难免，相信这一过程不

会持续过长时间。此外，“摩”、“捻”、“拭”和“摸”、“揉，，、“搓”这

两组词也较为引人注意，因为前者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萎缩趋势，而
后者尤其是“摸，，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铺张发展的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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